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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月,在线论坛AgoraRoad中名为IlluminatiPirate的用户发布一

则帖子,标题为“死亡的互联网理论:大部分互联网都是假的”(DeadInternet
theory:MostoftheInternetisfake)。该作者认为,互联网上大部分所谓的人

类生产内容实际上是由人工智能网络与付费的秘密媒体影响者共同生成,互联

网充斥着机器人。该帖子引发了很多人的关注和讨论,“死亡的互联网”成为一

个热点话题。
该帖子发布时间还是在大模型出现之前,机器行为的内容和流量增长还在

一定限度范围内,但当前正在步入全新AI大模型的机器时代,机器行为将呈现

指数级的增长。2022年11月30日ChaGPT的发布既是AI技术发展新高度

的一个里程碑,也是信息传播快步进入机器时代的重要时间点。一方面,GPT、

Sora、智谱GML、文心一言等大模型(LLM)的发展使AI可以高度介入互联网

的文字、图片、声音、视频内容生产,如,机器生产的绘图、音乐、视频等开始大量

涌现,高门槛的内容生产变为人人可使用机器参与的低门槛工作;另外一方面,
社交机器人、数字虚拟人等通过接入大模型成为更高效的拟人化传播载体,基
于大模型的智能体将大量出现在网络空间成为传播介质,等等。大模型的出现

极大加速了互联网空间的机器化进程,有多位学者和机构预测说全球互联网空

间的机器流量已经超越人类流量。可以说,互联网不是进入“死亡的互联网”,
而是变为了“机器的互联网”。

机器时代的互联网还是人的交流空间吗?
数字交往是互联网的重要功能,人们打破物理距离建立虚拟空间的人际关

系,进而获得信息、分享信息、娱乐等。AI没有进入互联网空间之前的数字交

往是人与人之间的连接。但当前大模型快速发展,机器具备人一样的多轮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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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和文本生成能力,可以像人一样说话,具备了与人的交流功能。机器时代

的数字交往变为了“人—人”“人—机器”“机器—机器”三组关系并存。一个可

见趋势是网络空间的数字交往正由人际交往为主转变为人机交往占多数,人机

交往,甚至是机器之间的交往正在逐渐占据网络空间的大部分流量。
数字交往的结构变化带来互联网的功能转变。与“人—人”这组关系不一

样,在“人—机器”“机器—机器”两组关系下,人的互联网需求和体验会不同。
比如,人与机器的交往中,机器总是具备顺从性、快速响应等特点,就和人与人

之间的交往体验获得感不一样;还有“机器—机器”的最终操控者还是人,操控

者通过机器交往带来的感受和需求目标又是不一样的。数字交往关系的转变

对传播学提出了诸多新问题,如,机器时代的数字交往会不会带来人的异化?
我们的社会资本会不会快速降低? 等等。

我们如何从传播学研究角度看待互联网的机器化现象?
基于人类中心主义的传播学研究范式在机器时代已不具备足够解释力,这

是立足于“人”的传播现象、针对“人”的行为规律而建立的研究范式,但机器行

为和人的行为逻辑是完全不一样的,无法将基于人的研究理论与方法直接挪用

于对机器行为的研究。

2019年,IyadRahwan等二十多位学者在 Nature 上发表了一篇名为

MachineBehaviour的文章,向学界正式介绍了“机器行为学”这一新兴研究领

域,从机器行为范式来探讨人工智能技术参与的信息传播活动。在机器行为范

式下,明确机器如何产生行为、机器行为如何发生变化并如何与人类意图相连。
也就是说,要将社交机器人等AI机器看作一个“平等的对话者”,基于它的技术

逻辑来分析对人与社会的影响。
当然,机器行为范式并非一味强调机器的重要性而弱化人的重要性。正是

由于机器行为对人的认知、态度和行为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能够塑造新的

社会形态和社会权力关系,从机器行为范式角度对大模型发展背景下的网络空

间展开科学研究显得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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